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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主义思想最早产生于15世纪。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把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为科学。
1917年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
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及亚洲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进
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现实，从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阵营形成的发展
。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和人类发展史上罕
见的高速发展。
一个政治更加稳定、经济更加发达、社会更加进步、国民更加富裕的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一个国际形象更加正面、发展模式更富吸引力、外交理念更具亲和力的中国正赢得越来越多国家的尊
重。
社会主义中国60年建设的辉煌成就，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定了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心。
　　本书通过对社会主义产生、发展过程的回顾，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基础、道路基础、制
度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文化底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推动等方面，系统探讨研
究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并通过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伟大成就和中印两国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旨在帮助读者深入认识、领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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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探研》内容包括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及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等。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探研》通过对社会主义产生、发展过程的回顾，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
基础等方面，系统探讨研究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并通过新中国成立60年的伟大成就和中印的比较，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旨在帮
助读者深入认识，领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信念、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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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的发展第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二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马克思
列宁主义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道路基
础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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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第二节 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历史文化底蕴第一节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第
三节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历史文化底蕴第七章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现实推动第一节 改
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第二节 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第三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第八章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第一节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背景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
的内涵和基本要求第三节 科学发展观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发挥第九章 从新中国60年建
设的辉煌成就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节 新中国60年建设的辉煌成就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性第二节 新中国60年建设的辉煌成就的基本经验及启示第三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
制度的优越性第十章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及发展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
第二节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第三节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现状，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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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取得迅速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
把注意力转入总结中国的经验，以当时的苏联为借鉴，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
1956年春，党中央领导人对中国经济建设情况和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在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的
基础上，毛泽东在4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号召全党正确处理十个关系
，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
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
盾。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大会提出的路线和
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也一度犯过教条化错误。
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没有现成的模式，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却认为是有现成模式的，这就是
“苏联模式”，因此当时主张学习苏联。
特别是在经济上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实行计划体制，强调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进行了“大
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引发了很多矛盾和问题。
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矛盾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党内的认识分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所有这些，最终强化了毛泽东同志政治斗争的意识，即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认识分歧。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防止“修正主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从而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
在指导路线上，逐渐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
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惨重损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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